
建筑施工企业一直是工商等
有关部门的监管重点 。 因受规
模、 经营场所的条件限制， 建筑
类经营主体一般较难取得环保批
复。 而作为建筑施工企业， 虽然
具备施工资格， 但是在施工现场
外设立施工原材料加工场所， 同
样需要按照生产加工项目进行环
保审批， 未取得环保审批开展经
营活动， 就构成了无照经营的违
法行为。 近日， 怀柔工商分局查
处一起建筑企业违法经营案件。

典型案例

工商提醒

怀柔工商专栏

建筑企业未获审批
违法经营罚款两万

法规链接

王凯

2014年7月 ， 怀柔工商分局
执法人员在日常检查中发现， 某
建筑公司在怀柔区一处院落内从
事木制品生产加工的经营活动，
该公司未能出示环保审批文件，
涉嫌无照经营。 经过调查取证，
该公司在此处生产加工的产品用
于本公司另外一处施工工地。 执
法人员依据 《无照经营查处取缔
办法》 相关规定， 对当事人作出
了罚款2万元的行政处罚。

无照经营是指未按照法律和
法规规定取得许可审批部门颁发
的许可证以及未向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申请工商登记， 领取营业执
照， 擅自从事经营活动的行为。
建筑施工企业在施工过程中， 应
从正规的厂家购进施工材料并直
接用于经环保部门审批的施工现
场， 在施工现场外未经审批从事
生产加工活动是违法经营行为。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 第
13条规定 :建设项目可能产生环
境噪声污染的， 建设单位必须提
交环境影响报告书， 规定环境噪
声污染的防治措施， 并按照国家
规定的程序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
部门批准。
《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 第4条
第一款第 （五） 项规定： 应当取
得而未依法取得许可证或者其他
批准文件和营业执照， 擅自从事
经营活动的无照经营行为， 由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本办法的规
定予以查处。

《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 》
第14条规定 ： 对于无照经营行
为， 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予
以取缔， 没收违法所得； 尚不够
刑事处罚的， 并处2万元以下的
罚款； 无照经营行为规模较大 、
社会危害严重的， 并处2万元以
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无照经营
行为危害人体健康、 存在重大安
全隐患、 威胁公共安全、 破坏环
境资源的， 没收专门用于从事无
照经营的工具、 设备、 原材料、
产品 (商品) 等财物， 并处5万元
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

尘肺病是因工作环境中
的粉尘污染所引发的一类严
重职业病， 导致许多青壮年
的劳工丧失劳动能力、 痛苦
地等待死亡， 也使许多家庭
陷入了困境。 然而， 这种疾
病在几年前却并不广为人
知 。 直到 2007年张海超的
“开胸验肺” 事件， 尘肺患
者的艰难处境才被呈现在公
众中 。 2011年 ， 公益组织
“大爱清尘” 成立， 致力于
救助尘肺病农民， 也让更多
人知道了 “尘肺病 ” 三个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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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肺病人维权何时不再难？
□本报记者 屈斌 文/摄

为了贯彻2月11日国务院常
务会议关于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
活、 开展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的
精神， 3月2日， 中华社会救助基
金会大爱清尘基金与新华网合办
了尘肺病问题公共政策研讨会，
即将参加今年两会的代表委员与
专家学者及尘肺病人围坐在一
起 ， 围绕如何推动尘肺病的预
防、 救助、 生存保障等政策问题
展开探讨。

国家卫计委公布的数据显
示， 现有职业病总人数中， 尘肺
病大约占90%， 其中农民占到了
90%。 大爱清尘基金发布的 《中
国尘肺病农民工调查报告 》 显
示， 大多数尘肺病人因为家境差
而选择到高粉尘的环境下打工，
也就是 “拿命换钱”。 而他们患
病后面临鉴定难、 立案难、 获赔
难， 最终通过司法程序拿到赔偿
的只有18.75%。

维权困境一
官司还没打完人就没了

尘肺患者李彦文， 他的感冒
还没痊愈 ， 为了这次向人大代
表、 政协委员吐露心声的机会 ，
风尘仆仆从山西赶来。 对常人而
言， 感冒是再普通不过的疾病，
可对尘肺病人来说， 却是生死的
考验。 因为尘肺病导致肺组织硬
化、 纤维化， 发生感冒后呼吸困
难。 而每过冬天， 对他们而言像
过鬼门关。

作为一种没有医疗终结的职

业病， 尘肺发展到最后， 患者只
能趴着或跪着睡觉， 只要一口气
没喘过， 就会被活活憋死。 和李
彦文同时打工的工友有9人， 其
中3人已经去世了， 李彦文在志
愿者的帮助下做了洗肺手术， 得
以靠打针、 吃药维持生命。

来自四川广元的张广海， 则
与一起打工而患上尘肺的20多名
工友选择了走法律途径维权。 可
到现在， 维权程序经过两年多，
有9名工友已经死亡， 还有几名
工友已经生活不能自理。 而他们
的诉讼请求却被当地法院以超过
诉讼时效为由驳回， 至今无法获
得赔偿， 面临无钱治疗的境地。

长期为尘肺病人提供法律支
持的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
研究中心律师王胜利表示， 尘肺
患者维权有一个重要的特点， 就
是官司没打完， 人就没了。 如果
按照法律程序走下去， 最终的结
果对于他们的治疗没有意义。 如
何解决他们急需救命的问题呢？
在 《宪法》 第45条有关于物质帮
助权的获得的内容， 2012年修订
的 《职业病防治法》 第62条又明
确写入了尘肺病群体没有用工单
位， 不能确定劳动关系， 他们的
医疗救助和生活救助由人民政府
来解决 。 然而 ， 虽然有这个条
文 ， 在现实中却很难落实 。 但
是 ， 如果有省市级的落实和配
套， 将可以推动尘肺病医疗救助
和生活救助的规定落地细化。 那
么对于我国尘肺病群体， 就有望
得到及时的 “救命”。

维权困境二
明知是尘肺却不能诊断

河南尘肺病患者张海超曾被
职业病诊断机构诊断为 “无尘
肺 ” ， 随后执意要求 “开胸验
肺 ” ， 引 发 社 会 的 广 泛 关 注 。
2013年， 他在无锡市人民医院成
功换肺， 目前依靠自己的法律和
实践经验， 为其他尘肺工友提供
援助和争取社会救助。 在本次研
讨会上 ， 张海超向与会代表指
出， 在他 “开胸验肺” 之后， 尘
肺患者诊断难的普遍问题依然没
有得到解决， 在一些综合性医院
中， 不管是呼吸内科、 胸外科的
医生， 对尘肺病的诊断依然守口
如瓶。 如果患者问， 我得的是尘
肺病吗？ 医生可能会说， 回当地
职业病医院看， 而避口不谈你的
病是职业病。 如果患者拿不到诊
断， 也就拿不到工伤赔偿， 也无
法申请国家救助。

贵州尘肺患者孙凡军在张海
超的帮助下得到救治， 随后成为
了 一 名 尘 肺 病 康 复 志 愿 者 。
他 表 示 ， 目前患者们只能到省
级医院做鉴定， 而如果企业不开
具证明， 就不能做鉴定。 他到县
医院看病时 ， 医生只能写 “疑
似”， 不能写 “尘肺病”， 而且由
于单位已不在了， 老板也因为尘
肺病去世了， 诊断难上加难。

全国人大代表、 无锡市人民
医院副院长陈静瑜接诊过的尘肺
病人不计其数， 他认为很多患者

被诊断为尘肺病都太晚而耽误了
治疗。 陈静瑜认为， 将尘肺病的
诊断明确下来是当务之急。 要提
前对患者做出诊断， 不是非要到
大医院， 而是在县医院、 疾控中
心就可得到明确的诊断。 因为诊
断与职业病鉴定不同， 尘肺病不
是在职业病医院才能得到治疗，
任何医院应该把尘肺病看做肺
炎、 肺结核一样的疾病治疗。 而
鉴定患者的尘肺病是不是在这个
工厂长期粉尘作业导致的， 则应
另外去鉴定、 论证， 拿出从业的
有关证据。

维权困境三
尘肺病救助制度不完善

对于尘肺病人的现状， 大爱
清尘基金发起人王克勤总结说：
尘肺病本质是工伤， 应该获得工
伤待遇赔偿。 但是， 尘肺病鉴定
难， 立案难， 获赔难。 还有救助
的尴尬， 很多尘肺病人被工厂推
出门去 ， 又被村里抛弃 。 在村
里， 需要参加现行的新农村医疗
保障体系 ， 但尘肺病属于职业
病 ， 不在新农合的保障中 。 可
见， 我国大量农村尘肺病人处于
政策空白区， 在城市和农村两个
体系都得不到保障。

北京君本律师事务所律师王
飞表示， 据统计， 全国有近八成
的农民工没有享受工伤保险制度
的保障， 而用人单位工伤保险的
缴费率极低， 我国的社会保障部
门监管缺位。 这些问题造成尘肺
病职工难以获得医疗救治或生活
保障。 这种情况下， 必须将尘肺
病的救助和补偿机制纳社会保障
范围。 在产生粉尘危害的用人单
位， 严格落实工伤保险制度， 对
涉尘单位缴纳工伤保险的状况进
行全面检查， 对没有缴纳工伤保
险的涉尘单位强制缴纳。

鉴定难 立案难 获赔难

相关法律法规存在不协调
孙树菡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

人事学院教授）

现实中， 仍有很多不良企业
仅给正式工参保， 不给农民工参
保， 积累下来的尘肺病仍然在增
加。 工伤保险先行支付制度到现
在落实很难。 尽管目前有相关法
律和条例， 但这些法大多与各个
部门的职能相关， 不十分协调。
对尘肺病而言重在预防， 这是国
家和企业的责任。 国家的立法标
准很多。 去年成立了国家劳动保
护与劳动管理标准委员会， 在逐
步修订已有的标准， 制定新的标
准。 但关键还是遵守和执行。

专家观点

全国政协委员、 民进中央常
务委员吴先宁在研讨会期间多次
向尘肺病人询问着情况， 在全国
政协会议上， 他也将代表民进中
央提出关于完善尘肺病救助和保
障制度的提案。他指出，由于现有
的救济和补偿制度覆盖面较小，
职业病鉴定程序复杂、索赔困难，
且未建立针对职业病的基本医疗
保障制度等原因，多数尘肺病患
者获得医疗与生活救助的途径困
难重重。 为此， 他建议， 完善现
有的工伤保险制度， 简化尘肺职
业病鉴定流程； 建立尘肺病纳入

基本医疗保障的制度； 多渠道建
立尘肺病患者救助基金， 主要用
于为未购买工伤保险， 无法按照
现行程序获得职业病待遇的尘肺
病患者提供治疗费用和基本生活
保障费用； 完善尘肺病患者其他
救助途径， 建立对尘肺病患者医
疗救助和生活救助的绿色通道。

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
教授李楯表示， 尘肺病来的慢，
但一样属于伤及人的健康和生命
的巨大责任问题， 需要从信息公
开、 公众参与、 官员问责三个方
面解决。

专家建言

完善尘肺病保障制度
多渠道建立救助基金

对粉尘超标企业应追究责任
孟燕华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安全工程系主任）

尘肺病完全是企业不治理粉
尘， 不履行责任造成的， 应加大
政府的监管力度。 很多企业粉尘
严重超标， 但安检部门没有严厉
的制裁， 只是曝光没有制裁。 我
建议对粉尘严重超标的企业按照
生产事故处理， 责任追究。

另外， 国家要求有职业危害
的企业要进行职业危害申报，如
实申报以后， 如果企业的职业危
害严重，特别是粉尘严重的，要按
照企业的人数、 企业规模和粉尘
浓度不同来缴纳抵押金。


